
A06 2014年4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任志方 美编：宫照阳 组版：韩舟壹读

行行政政案案件件公公开开，，全全部部点点名名道道姓姓
专家：将激发公众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意识

据统计，近年我省以各级人民政
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集中在登记、
征收、给付等土地行政管理领域，以
及行政通知、行政处理、行政复议等
行为类别。案件数量居前十位的依次
是：土地、计划生育、劳动和社会保障、
房屋登记、拆迁、公安、农业、乡政府、
环保、工商。我省中部一基层法院行
政庭负责人说，该院近年审理的行政
案件主要涉及土地、房产。

政府部门败诉原因包括认定事
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
误；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履行法定
职责；违反法定程序等。上述这位基
层法院行政庭负责人举了个例子，一
行政机关在做出处罚决定时，因为程
序上有瑕疵，被起诉至法院。“实际上，
这个瑕疵并没有影响大的决定”，但
法院很可能判决要求行政机关撤销
处罚决定。意识到这一问题后，这一
行政机关主动纠错，原告撤诉。

上述法官说，原告诉行政机关
“作为”的多，“不作为”的少，也就是
说，大部分民告官案件反映的是行
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正确。

于向阳介绍，全国来看，目前行
政案件主要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
行难三大难题。而这位基层法院法
官表示，在事实认定上，法院和行政
机关对如何执法的理解略有差异，
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通讯员 李玉霞

最近，陆续有民告官案件通过媒体曝光，引发市民关注。实际上，即便不通过新闻通报的形式向社会公开，
这类案件也正慢慢掀开神秘面纱，走到公众面前。在不断推进司法公开的大趋势之下，行政案件也和其他案件
一样，逐步公开审判流程、裁判文书等。人们更关心的是，案件“晒”了出来，民、官双方能从中收获什么？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李雨齐

4月1日，济南中院向社会实名通报了
十大典型行政案件，此举在我省开了先
河。“以前法院公布过‘老赖’，没有想到也
会公布民告官案件，而且都是实名。”市民
李先生说。

济南大学2006级本科生小杨，因打架
受到留校察看处分，2008年留校察看处分
被撤销，2010年，济南大学向他颁发毕业
证，但以曾受过留校察看处分为由，拒绝
向小杨颁发学士学位。小杨提起诉讼，要
求判决济南大学履行向其颁发学士学位
的法定职责。最终，他赢了。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小杨的意料。提起
诉讼前，他曾咨询了多位律师，“他们都告
诉我赢的几率几乎为零”。济南中院通过
这样的方式公布案件，更是在小杨的预料
之外，“这对学校的影响肯定不好，但却让
群众看到了公正”。

实际上，除了新闻通报，行政案件公
开已在悄悄进行。去年下半年开始，我省
三级法院已陆续在网络上公布裁判文书。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我省三级法院都在
公开栏目中列出了“行政案件”一项，被告
涉及各级行政机关，且全部点名道姓。

民告官案件之所以受关注，一个重要
原因是，与行政机关相比，原告一方往往
处于弱势。省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会立
法咨询员、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
水说，在实践中，公民在法律实力上并不
低于行政机关，但案外因素有时确实难以
避免，法院的判决可能受到地方影响。

一位基层法院行政庭负责人分析，从
这个角度来看，民告官案件的公开，意义
就更大。一方面提高了群众的维权意识，
另一方面也督促行政机关更严格执法，对
双方都有好处。

“对行政机关来讲，公开可能不太好
看，但是护短肯定收不到好的效果”，这位
负责人说，晒到阳光下才能提高政府执法
水平。

张法水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把这些
案件公开，会激发公众用法律武器维权的
意识，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比例将有所提
高。而对政府来说，首先带来的是巨大的
压力、挑战和紧迫感，接下来就是增强法
制意识，“毕竟败诉的影响很不好”。

张法水特别提到，一些政府部门依法行
政的意识不够，比如中央要求普遍建立法律

顾问制度，但是有些政府部门认为这是可有
可无的。“法律意识都没有，怎样有法律思
维？”

他曾经在一个县级市给当地干部培
训，给他们出了一些结合本职工作的题，
许多干部就做出了错误选择。“选择了惯
性思维的答案，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山东社会科学院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于向阳表示，行政诉讼有三大功能，分别
为监督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以及解决行政争议，这类案件的公
开，会让这三大功能发挥得更充分。

案件被通报，原告“没想到”

惯性思维下，行政机关干部答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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